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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国当前经济状况 

 

 

 
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状况 
 

GDP增长率： 连续5年低于8% 

   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7% 

   并且在继续下滑 

   （2016年第一季度6.7%） 

 

通货膨胀率： 连续5年低于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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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-2015年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情况 

数据来源：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

（单位：%） 

-4.00

-2.00

0.00

2.00

4.00

6.00

8.00

10.00

12.00

14.00

16.00

18.00

19
78

19
80

19
82

19
84

19
86

19
88

19
90

19
92

19
94

19
96

19
98

20
00

20
02

20
04

20
06

20
08

20
10

20
12

20
14

世界 中国

15.21% 

6.9% 

2.47% 

-2.07% 



4 

• 当前经济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 
 

  长期趋势：高速      中高速 

 

  宏观经济周期（全球 vs.中国） 

 

  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：面临产业结构调整 

 （经济增长不平衡：产业 vs.地区） 



全国三大产业增速 
（季度值，同比增速） 

第二产业降速过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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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2015 中国宏观经济 
产业比重    比去年同期增长（%） 

2013            2014       2015 2013 2014 2015 

国内生产总值 7.7 7.4 6.9 

第一产业 9.4%       9.2%     9.0% 4.0 3.9 3.9 

  农林牧渔业 4.0 3.9 4.0 

第二产业 43.7%   42.6%   40.5% 7.8 7.4 6.0 

  工业 7.6 7.2 5.9 

  建筑业 9.5 9.2 6.8 

第三产业 46.9%    48.2%   50.5% 8.3 8.0 8.3 

  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 7.2 6.8 4.6 

  批发和零售业 10.3 9.8 12.1 

  住宿和餐饮业 5.3 6.2 6.2 

  金融业 10.1 9.7 15.9 

  房地产业 6.6 2.5 3.8 
  其他服务业 7.7 8.9 9.2 

数据来源：国家统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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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国经济是否会“硬着落”？ 
 

两个特殊因素： 

 

  中国经济仍处在“起飞阶段” 

 

  中国政府有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

 

 中国经济不会“硬着陆”，正在企稳向好  



满足物质生活阶段 

经济起飞阶段: 工业化  城镇化 

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

传统经济 
 
寻求生存阶段 

经济增长 

时间 

中国经济仍处在起飞阶段 

现代经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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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政策 

 

 

 

短期：稳增长 

增加总需求 

主要政策： 

 财政政策 

（民生工程、基础设施、扶贫等转移支付、基础
教育科研等）  

 货币政策 

（降准降息增加货币供给、人民币贬值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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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：调结构 

调整总供给 

主要政策： 

 减少过剩产能（去产能，去杠杆） 

 减轻企业负担（降成本） 

 发展新兴产业（补短板）  



供给侧改革 

具体措施： 

 

对于过剩产能： 

    兼并重组，淘汰“僵尸企业” 

  城镇化（市民化）减少住房库存 

  控制对过剩产业的贷款投资 

  



供给侧改革 

 

对于短缺产业： 

 放松限制（医疗、文化、教育等改革） 

 营改增，降低成本   

 鼓励创新创业 

 金融改革，促进直接融资 

 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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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

 

1、改革与发展的服务业 

 

2、城镇化拉动的基础和传统产业 

 

3、高新技术与创新的制造业 

 

4、“一带一路”的国际新拓展 



产业:农业经济→工业经济→服务业经济 
 

 

1、改革与发展的服务业 

收入 

支出 

农产品 

制成品 

服务产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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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

数据来源：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

（单位：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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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 
 

 拉动消费：为居民提供生活服务（购物、
购房、文化、娱乐、餐饮、休闲、教育、健
康等） 

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：为地区、全国、
世界提供生产服务（金融、通讯、物流、
设计、创意、咨询、法律、中介等） 



 医疗健康 

 美国  日本    世界平均   中国 
  17%  10%  10%  5.5% 
  

 文化产业 

 美国  日本  韩国  中国 

  20-30% 20%  15%  3.8% 

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潜力 



     

  政企分开，政事分开 

 

 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

 

 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，降低社会资
本进入门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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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体制改革 



医改的重点 

• 增加供给 

            鼓励社会投入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
保定点范围 

   解放医生： 多点执业，（自开诊所） 

• 解决支付问题（解决市场失灵vs社会福利） 

   穷人医疗保险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） 

   社会医疗保险（风险规避，支付监督） 

 

 

医疗体制改革 



 
2、城镇化拉动的基础和传统产业 

 
住房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带动的传统行业的
发展： 

   钢铁、水泥、家具、家电、电力等 

新城市建设带动的新兴产业： 

  环保、节能、轨道交通 

 城市化带动的消费： 

  零售业、餐饮、娱乐、服装、医疗、教育、

通讯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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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－2011年 

日本：  50%－ 98%。 

韩国：  37%－95.8%。 

台湾地区： 44%－94.8% 

 

中国大陆：（2015年底） 

 城镇化率 56.1% 

 

 

中国的城镇化还有相当的潜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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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地所有制改革 

 土地流转 

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流转及承包
经营权抵押、担保权能 

  

 户籍及相关制度改革 

 中小城镇全面放开；中等城市有序放开； 

 大城市合理确定； 特大城市严格控制 

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改革 



3、创新与整合的制造业 
 

（1）技术创新 

  

 应用型创新 

 基础科学突破 

 企业、科研院校、政府的角色 

 知识产权保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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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商业模式创新 

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 

  机遇： 市场扩展 

        合作广泛 

    创业机遇 

  挑战： 竞争激烈 

    模式变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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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经济与制造业的兼并重组 

 

 中国制造业的特点：小而全 

  

 未来趋势：大而专 

    科研创新实力 

    规模经济成本 
 

 



4、一带一路的国际发展战略 
• 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  

 

  一带一路战略示意图 



沿线国家和地区26个，辐射国家超过60个。 

沿线国家状况与发展潜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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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挑战 

 

1、改革与开放的深入 

 

2、适应未来产业的人才培养 

 

3、国际环境的稳定 

 

 



 
1、改革开放的深入 

 
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 

   政府干预的调整（干预 vs 监管） 

  国有企业的改革（竞争性行业） 

  民营经济的发展（信心与实力） 

 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 

 

 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 

 外商投资与对外贸易投资的新机制 
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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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财税来源结构对比:中国和美国(2012年) 

销售税、财

产税, 44.9% 

企业所得

税、个人所

得税, 18.1% 

其他收入, 
37.1% 

Tax Revenue of US State Government 

美国 

增值税、营

业税、所得

税, 52.7% 其他税费, 
24.6% 

其他收入, 
22.8% 

Tax Revenue of Chinese Local   

Government 中国 

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



 
2、适应未来产业的人才培养 

 
 

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： 

   

  “农民工”的职业培训 

  “农民工”子女的基础教育 

  创新人才的培养 

  国际人才的培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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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

政府在城镇基础教育的投入和改革 

政府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 

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改变 
  通识教育，自由选择，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的本科教育 

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
 取消行政级别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

高考制度的改革 
 从高考与平时成绩结合，学校自主招生，社会一年多考… 

社会教育资源的作用和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 
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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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国际环境的稳定与改善 

 
 大国崛起的国际冲突 

   经济利益 

  文化心态 

  政治冲突 

 减少矛盾避免冲突 

 深化改革 

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

 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

 不惹事不怕事 33 


